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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普京”获得高票成功连任
卢旺达总统大选已无悬念

卢旺达大选于当地时间 8 月 4 日

顺利举行， 据 8 月 7 日卢旺达国家选

举委员会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卢旺达

现任总统 、 执 政 党 “卢 旺 达 爱 国 阵

线 ” 候选人卡加梅获得 98.63%的选

票， 而其竞选对手、 独立候选人姆帕

伊马纳和 “民主绿党” 候选人哈比内

扎 分 别 仅 得 到 0.72%和 0.45%的 选

票 。 虽说最终选举结果将于 8 月 16
日左右才会公布， 但鉴于卢旺达总统

选举采用单轮 投 票 制 、 票 数 高 者 获

胜， 因此卡加梅将毫无悬念地成功连

任。 此番卡加梅再获全胜， 也将这位

“特工” 出身的 “东非普京” 又一次

推到台前。
卡加梅出身行伍， 曾在反抗乌干

达暴君阿明和奥博特政权的乌干达抵

抗军中担任高级特工， 后晋升为乌干

达军事安全部门的领导人。 1987 年，
卡 加 梅 参 加 卢 旺 达 爱 国 阵 线 ， 1990
年任该组织军事领导人 。 1994 年卢

旺达部族大屠杀事件中， 约 80 万图

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惨遭胡图族极端

分子屠杀， 卡加梅带领当时被视为反

政府武装的爱 国 阵 线 击 败 胡 图 族 武

装， 结束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
1994 年 7 月 ， 卡加梅出任卢旺

达副总统兼国防部长， 此后七年， 军

权在握的他已成为卢旺达实际意义上

的领导人 。 2000 年 4 月 ， 卡加梅出

任总统 ， 2003 年 8 月 ， 他在卢旺达

举行的首次多党选举中获胜， 当选总

统 。 2010 年 ， 卡加梅以 93%的压倒

性优势成功连任。 特工出身、 威望极

高， “东非普京” 的称号， 卡加梅当

之无愧。 今年大选， 卡加梅赢得了近

99%的选票， 这一数据， 是卡加梅国

内威望的最直接反映。
“第三任期” 一直是非洲领导人

饱受西方媒体诟病的关键点， 此番不

少西方媒体再度抛出 “民主” 话题来

炮轰卡加梅。 事实上， 卡加梅远比他

们想的更 “精明”。 根据 2015 年以前的

卢旺达宪法， 总统任期为七年， 只能连

任一届。 按此规定， 卡加梅便不能再参

加今年的大选了。 但在 2015 年， 超过

370 万卢旺达人签署请愿书， 要求修改

宪法， 取消对总统连任的限制， 但将任

期缩短至五年一届。 之后， 卢旺达公投

通过了修宪提案。 虽然有反对声音认为

此投票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但从法理上

讲， 卡加梅参与竞选合法合规， 不存在

违宪问题。 此次胜选后， 卡加梅甚至可

以再竞选连任两个五年任期， 从而继续

执政到 2034 年。 但其本人在 5 月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本届任期满后将不再

谋求连任。
仅仅上述两个方面， 不是卡加梅胜

选的全部原因。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

任总统高票连任， 关键还是在于赢得民

心。此次选举中，卡加梅面对的对手是民

主绿党领导人哈比内扎和独立候选人姆

帕伊马纳， 但卢旺达全国十一个政党中

的九个都支持卡加梅，优势相当明显。卡
加梅的执政能力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由

衷认可。
自 1994 年大屠杀结束以来，包括此

次选举，卢旺达共举行了三次选举，卡加

梅全部获胜。卡加梅自掌权至今，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政府执政能力

方面真抓实干、政绩斐然，这才是他能

够成功连任的优势所在。 23 年前沉浸

在无限悲惨中 的 卢 旺 达 首 都 基 加 利

市， 今天已经变成一座繁荣和谐的现

代化都市， 甚至是目前非洲公认治安

最好的城市。在卡加梅的治理下，卢旺

达人不再纠结 于 是 胡 图 族 还 是 图 西

族， 大家都属于卢旺达。 不论外界批

评者怎么说， 正是卡加梅带领卢旺达

人民取得了今日的经济发展成就， 只

有适合卢旺达的， 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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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翼的未来在于自身建设

近日 ， 由于 美 国 共 和 党 的 内 部 分

歧， 导致特朗普致力于推翻奥巴马医疗

政策改革的努力终告失败。 这一结果再

次引发特朗普和党内建制派的矛盾， 随

后， 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上指责了持反对

意见的共和党议员。 在内斗不断的共和

党主宰美国国内政治的当下， 左翼的未

来如何呢？
纵观美国历史， 左翼在塑造美国政

治生态方面的作用大于右翼 。 上 世 纪

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 ， 开启了政府干

预经济的左翼政府管理模式； 之后的民

权运动 ， 彰显了左翼主张的开 放 、 多

元、 包容的社会价值理念。 但是由于左

翼建制派对蓝领阶层利益的忽视， 导致

右翼在 2016 年美国大选大获全胜。 未

来左翼的发展将取决于以下因素。

民主党党建工作至关重要

首先是左翼建制派的自身建设。 美

国两党制一直是比较松散的政党制度，
两党均不重视党建工作， 相比共和党，
民主党的党建工作更弱。 因此， 党建工

作对左翼未来至关重要。
一方面是左 翼 建 制 派 的 领 导 力 建

设。 目前， 民主党内几个重要的领导者

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众议院民主

党领袖佩洛西以及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

议员凯斯·埃里森等。 舒默虽然在弥补

党内分歧、 实现党内团结方面具有较好

的能力， 但是仅靠一己之力难以实现民

主党的重建； 佩洛西的领导能力则备受

党内其他成员的质疑。 相比建制派的舒

默、 佩洛西， 凯斯·埃里森与党内建制

派和草根阶层均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并

获得支持 ， 代表了民主党重建 的 新 方

向———重新获得左翼草根阶层的支持。
但是他在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时

失败， 显示出其领导能力还需要进一步

的成长。 最终， 拉美裔的汤姆斯当选为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其拉美裔背景

有利于整合民主党少数族裔的力量， 但

他在重建民主党方面的领导力尚需时日

观察。
另一方面是民主党的基层建设。 美

国学者亨德里克斯认为民主党的基层建

设要借助于地方团体， 而不是重金投入

进行电视、 广告宣传。 一些地方的左翼

组 织 ， 诸 如 “新 佛 罗 里 达 的 大 多 数 ”
“得克萨斯项目 ” “俄亥俄协作组织 ”
等具有忠诚的左翼信仰， 但可惜的是民

主党并未对他们提供一定的资助， 调动

其活动积极性和踊跃性， 继而壮大基层

力量， 建立地方领导力。 如果左翼进一

步提高党内领导力和基层建设， 则其未

来较为乐观。

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能否
产生助推力

其次是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是否能对

左 翼 的 未 来 发 展 产 生 有 效 的 助 推 力 。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 左翼 、 右翼民粹

主义运动同时爆发。 但相比右翼声势浩

大的茶党运动， 左翼的 “占领华尔街”
运动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较小。 其中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党建制派对 “占
领华尔街” 运动支持力度不够， 导致运

动偃旗息鼓。 相比之下， 共和党充分利

用 茶 党 运 动 ， 并 在 多 次 大 选 中 获 胜 。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 左翼民粹主

义运动再次兴起， 桑德斯是这场运动的

领导者和受益者， 但最终桑德斯未获党

内提名。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左翼民粹主义

开展反特朗普的社会运动， 左翼建制派

一改过去对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低调态

度， 对运动进行了公开支持。 左翼建制

派和左翼草根在反特朗普问题上具有共

识， 但对美国社会问题的关注点却有所

不同。 前者关注经济不平等， 后者则关

注身份不平等。
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是否助左翼建制

派一臂之力， 取决于建制派是否有能力

整合两派的不同社会诉求， 获得左翼草

根阶层的支持， 通过支持左翼民粹主义

运动壮大左翼力量。

共和党内部斗争会否提供机会

第三， 共和党的内部斗争能否给左

翼提供机会。 特朗普上台后， 内政和外

交政策团队不稳定， 与党内建制派矛盾

不断 ， 主要表现为与温和建制 派 的 矛

盾。 例如， 在医疗改革问题上， 共和党

内保守的建制派和特朗普意见一致， 主

张推翻奥巴马的医疗政策改革， 但是温

和建制派反对。 另外， 在修筑美墨边境

的隔离墙问题上， 保守建制派支持， 温

和建制派却反对， 认为修筑隔离墙缺乏

充足的资金； 在税收改革问题上， 温和

建制派同样与特朗普持不同意见。
相比之下， 特朗普和右翼民粹主义

组织保持了较好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在

右翼民粹主义组织较为关注的移民政策

改革、 修筑边境隔离墙、 医疗改革等问

题上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从而获得右翼

草根阶层的支持。 另外， 共和党的基层

组织活动较为活跃。 一些右翼草根组织

一方面积极宣传与共和党相似的政策理

念， 另一方面在各种选举中不断壮大自

身实力， 成为共和党胜选的助推器和重

要的功臣。 这些都是民主党目前不能企

及的。 因此， 共和党的内部斗争也许能

为左翼力量的发展提供一定机会， 但是

未来左翼的真正强大则依赖于自身的建

设。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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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外长短暂交流难破僵局
韩国官员 ７ 日说， 前一天菲律宾首

都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

间，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同朝鲜外务

相李勇浩“不期而遇”，进行了短暂交流。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改善南北关

系的“柏林构想”和联合国对朝实施新一

轮制裁的背景下， 韩朝在东盟系列会议

期间如何互动，外界高度关注。 只是，李
勇浩告诉康京和， 韩方在与美国等加强

对朝施压的情况下发出 “柏林倡议”“缺
乏诚意”。

晚宴时“自然而然地碰面”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韩国外交部官

员告诉韩国媒体， 康京和与李勇浩 ６ 日

晚在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欢迎晚

宴时相遇，双方握手后交谈大约 ３ 分钟。
韩联社 ７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
场会面没有事先安排，（两人） 是自然而

然地碰面了。 ”
这是自文在寅政府成立以来韩朝部

长级官员首次对话。
李勇浩 ６ 日抵达菲律宾， 拒绝就联

合国新一轮制裁决议置评。 当天早些时

候， 随李勇浩出行的一名朝鲜外务省官

员还告诉媒体记者， 李勇浩不会与康京

和对话。
韩联社报道， 康京和告诉李勇浩，

朝方迄今没有对韩方提出的 “柏 林 倡

议” 及后续提议进行回复， 期待朝方早

日响应 。 报道说 ， 李勇浩稍作 迟 疑 后

说， 韩方在与美国等加强对朝施压的情

况下提出这些倡议， 此举 “缺乏诚意”。
对此， 康京和强调了韩方诚意， 并再次

呼吁朝方响应。
７ 月初， 文在寅在访问德国首都柏

林时提出朝鲜半岛和平构想。为践行“柏
林构想”，韩国政府当月中旬向朝方提出

两大倡议，包括提议举行南北军事会谈，
商讨停止在双方军事分界线附近恶化军

事氛围的所有敌对行为。 韩方同时建议

举行南北红十字会工作会谈， 商讨今年

中秋节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事宜。 韩

方提议的会谈日期已过， 但朝方迄今未

予明确回应。

蒂勒森明确开出对话条件

美国东部时间 ５ 日， 联合国安理会

一致通过第 ２３７１ 号决议，严厉谴责朝鲜

７ 月 ４ 日和 ７ 月 ２８ 日进行的洲际弹道

导弹试射， 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

计划， 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

裁措施。根据决议，新制裁措施将使朝鲜

每年减少至少 １０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约
占其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

法新社 ７ 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雷克

斯·蒂勒森当天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期

间告诉媒体记者， 联合国最新制裁决议

说明，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野心正在失

去耐心， 美方只有在朝鲜停止弹道导弹

项目后才会考虑与朝对话。
蒂勒森拒绝说明如果朝方停止弹道

导弹项目， 美方会在何时与朝对话，“我
不会给出具体几天或者几周的日程表”，
“朝方可以用不再实施导弹试射的方式

告诉外界他们准备好对话”。
７ 日晚些时候， 朝鲜政府经由朝中

社播发声明， 谴责并全面拒绝联合国安

理会的制裁决议， 因为 “这是美国想要

孤立、 扼杀朝鲜的阴谋， 是对朝鲜主权

的严重侵犯”。 声明还说， 联合国的制

裁不会迫使朝鲜就核项目进行谈判或使

朝鲜放弃强化核能力的努力， 朝方将采

取 “正义行动”， 但没有详述行动内容。

韩美首脑通话 56 分钟

韩国青瓦台 ７ 日证实，当天上午，文
在寅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通电话，
商讨朝核问题解决方案。

在 ５６ 分钟的电话会谈中， 文在寅

说，绝不允许朝鲜半岛再度爆发战争，朝
核问题必须在韩美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以

和平、外交方式解决。 他强调，有必要向

朝鲜展示， 当朝鲜作出弃核的正确决定

时，韩美会敞开对话之门。
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说， 特朗普对

韩国政府向朝方提议南北对话表示感兴

趣。
此外， 文在寅还向特朗普提议更改

有关限制韩国研制弹道导弹的韩美双边

协议。根据现有协议，韩国不得研发射程

超过 ８００ 公里、 弹头载重超过 ５００ 公斤

的弹道导弹。 韩方如今寻求将弹头最大

载重上限设定为 １０００ 公斤。 朴洙贤说，
特朗普表示“积极支持这一更改”。

杜鹃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